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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
先导性地位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奠基”作用的基础教育，是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础性环
节。
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的人才素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
作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主渠道，教师教育必须敏锐感知基础教育对师资素质的需求，培养出适应基
础教育要求的优秀教师。
高师院校作为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实施主体，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近些年来，适应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国内高师院校普遍进行了教师教育改革，千方百
计提升教师教育质量。
近年来，山西师范大学集中力量实施教师教育改革，并对国内外教师教育模式进行了考察调研，在《
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改革的模式选择》、《教师教育改革的理论、模
式与实践》等理论文章。
虽然高师院校的改革模式各有特点，但都能紧紧围绕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这一核心，将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强化实习实践环节和教学能力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等重点作为当前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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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形成了三个较为鲜明的特色：　　其一，这本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论凸显了实践性。
我们大篇幅压缩了学科理论的陈述内容，将原先学科教学论中教学艺术一章的内容，分解成为九章，
详细对每一种课堂教学方法进行了诠释，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领。
为增强学科教学的有效性，提升政教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创造了条件。
　　其二，这本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论彰显了资料性。
资料的缺乏是教学实践中常常困扰教师的一个难题，尤其面对中学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内容生活
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教材可读性增强的现实，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体验学习、探究学习已经成为
新课程背景下的主要教学方式，运用原有的教学方式执教已经力不从心。
但是在课改进行中这方面的成文材料又很少，为了便于我们学生和在职教师研究需要，我们广泛收集
整理了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此书将会是目前中学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与研究成果的最新反
映，拥有它必将有益于中学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教学实践。
　　其三，这本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论反映了时代性。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竞争的时代，这种竞争最终的表现是人才的较量与人的素质的竞争
。
我们的教师如何才能将中学的思想政治（品德）课讲得有别于知识课，以突出它的德育学科性质，就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与紧迫的课题。
本书力图从教学的可操作性上，解决大四学生如何面对社会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为他们
讲好中学思想政治（品德）课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为其实现学科教学“懂、信、用”这一终极教育目
标提供些许方法，这自然成为本书编写时代性特色的应有之意。
　　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论通常是由课程论、教学论、教师论三部分构成。
我们这本书的创作重心主要放在了教学上，而且，是放在了课堂教学的方法论的探讨上。
这既是本书的特色，又是本书明显的“缺陷”。
致使学科教学论的结构在逻辑上欠缺严谨，给予学生的学科教育教学理论的完整性略显不足。
同样，这本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论在如何处理好本学科教学中理论常识性与生活常识性的有机结
合上仍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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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教学过
程是一个既教书又育人，以育人为目的的教学过程。
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教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由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性质所决定的。
思想政治（品德）课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教学同对
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结合起来是这门学科教学的基本要求。
　　第二，这是由思想政治（品德）课的任务所决定的。
这一任务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觉悟，健全心理”四者的有机统一。
我们开设思想政治（品德）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觉悟，培育“四有”新人。
培育“四有”新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所规定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将学生掌握的知识转化为他们的能力和行动。
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
　　第三，这是由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教学内容所决定的。
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的全部内容，就是通俗化、具体化了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它要求我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变化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本身。
　　第四，这是被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设置思想政治（品德）课并上好它，是区别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与一切旧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的思想政治（品德）课教学实践一再证实，每当在教学中坚持了理论联系实
际的教学方针，思想政治（品德）课的教学就生机勃勃。
反之，就受挫折，就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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